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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是历史学专业师范类学生的一门专业

必修课程。这门课程是教师教育专业的公共必修基础课程和历史学专业所有课程

的有机整合和实践应用，既是师范类学生将所学知识内化并加以应用的重要课

程，也是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不断进行专业拓展和深化的基础。本书是由昆明学

院副校长、二级教授、教育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罗明东教授倡导并牵头的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改

革成果之一，也是云南省 “整合连贯型”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

验区、云南省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研究的成果之一。同时，本书还

是教育部全国教学科学规划课题 “西部新建本科院校 ‘整合连贯型’基础教育

师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研究 （ＦＦＢ１０８１１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书的编
写是在云南省教育厅高教处的指导下，由昆明学院、昆明市第一中学、昆明市第

十中学、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从事基础教育历史教师培养和基础教育历史教学

的教师参与、集体合作的产物，是 “师范类专业 ‘整合连贯型’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创新系列教材”之一。

２００１年，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年教育部
相继颁布的 《历史课程标准 （实验稿）》和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实验）》，

从根本上奠定了基础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改革方向。这十多年的时间，基础教育

历史学科的教学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历史教学理念为广大历史教师所

认识。尽管有 “考试成绩是硬指标”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历史课教师意识到，

历史学习的内容必须通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内化的过程，成为自己的知

识、技能和思想，并会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才能适应目前历史课程考

试的改革进程，才能真正发挥 “以史为鉴”的教育意义。

第二，随着历史教学改革经验的积累，在历史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中小学

历史教学的模式和教学手段有了很多创新性的成果。小组合作讨论教学、社会调

查教学，将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结合在一起的导学案教学模式开始慢慢推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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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条件的中小学不同程度地开展、推广电化教学，一些城市已将多媒体教学手

段引进课堂。

第三，随着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入，很多国外的先进历史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正在引入中小学历史教学课堂，给予我们的历史课教师很多创新教学的启发，这

也成为了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因素。

为了让历史学专业师范类学生的培养，符合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的进程和

需要，本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以罗明东教授 “整合连贯型”教师教育思想为指导，把整个基础教

育 （中小学）历史教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提炼贯穿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

教学规律，形成中小学历史教学的整体观和全程观，为读者后续的阶段性、深化

性学习奠定坚实基础，搭起一个高屋建瓴的平台。

第二，教材在众多的历史教学法、历史课程论的研究基础上，精选最利于师

范生教学素养和执教能力培养和提高的理论知识，剔除与新课程改革、与中小学

教学实际相距甚远的理论，从最前沿的学科研究出发，整合传统的和现代的、理

论的和实践的学科知识。

第三，教材结构强调理论和实践并重，理论知识侧重要点提炼，实践部分通

过案例分析、技能训练的方式来体现；教材内容强调 “教”与 “学”的并重与

融汇；教师的 “教”侧重传统教学方法与最前沿的教学方法的结合，学生的

“学”强调在学习心理基础上的学习过程和教师的指导。

以上三个特点基本能解决好理论和实践的融会贯通，把师范生教育与基础教

育历史课程教学较好地结合起来，发挥教材使用的实效性。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师范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还可

以作为在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的辅导教材，也适合

中小学历史教师的阅读参考。

本书的编写思想主要源于罗明东教授，并由罗明东教授担任主审；胡淑 （昆

明学院）任主编，夏耘 （昆明市第一中学）、周永珍 （昆明市第十中学）、王爱

彬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张跃明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任副主编。各

编写人员负责的具体情况如下：

胡　淑：负责全书提纲、体例的确定；教学原理的编写和文字统稿、校稿。
夏　耘：负责高中历史教学案例的编写。
周永珍：负责初中历史教学案例的编写。

王爱彬：负责小学历史教学原理和部分案例的编写。

张跃明：负责小学历史教学部分案例的编写。

本书的编写得到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和福生、高教处处长王永全和副处长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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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的关心与指导，策划邓立木对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编辑过程中，

责任编辑花费了心力，特此说明并致谢！

由于 “整合连贯型”教师教育模式改革的时间不长，正处在试点探索阶段，

对体现这一思想的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教材的编写亦是一次

新的尝试。鉴于我们的能力、学术水平的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

学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

·３·

前　　言



目　　录

前　言 （１）
!!!!!!!!!!!!!!!!!!!!!!!!!!!!!

第一章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概说 （１）
!!!!!!!!!

第一节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历史演变 （２）
!!!!

第二节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内涵与学科性质
（３）

!!!!!!!!!!!!!!!!!!!!!!!!!!

第三节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知识体系与学习方法
（４）

!!!!!!!!!!!!!!!!!!!!!!!!!!

第二章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与课程标准 （７）
!!!!!!!!!!!!!!!

第一节　基础教育中的历史课程 （７）
!!!!!!!!!!!!!!!!

第二节　基础教育中的历史教育目标 （１３）
!!!!!!!!!!!!!!

第三节　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标准 （１９）
!!!!!!!!!!!!!

第三章　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学习及学习评价 （３１）
!!!!!!!!!!!!

第一节　基础教育历史学习的心理特点 （３１）
!!!!!!!!!!!!!

第二节　基础教育历史学习的基本策略与学习方法 （４０）
!!!!!!!!

第三节　基础教育历史学习评价 （６８）
!!!!!!!!!!!!!!!!

第四节　教育测评中常见的质量指标 （７６）
!!!!!!!!!!!!!!

第四章　以教师为主导的历史教学基本原理与方法 （８４）
!!!!!!!!!!

第一节　历史教学过程 （８４）
!!!!!!!!!!!!!!!!!!!!

第二节　历史教学原则 （９５）
!!!!!!!!!!!!!!!!!!!!

第三节　历史教学模式 （１０１）
!!!!!!!!!!!!!!!!!!!!

第四节　历史课堂教学的类型 （１０７）
!!!!!!!!!!!!!!!!!

·１·



第五章　基础教育历史教学设计 （１１１）
!!!!!!!!!!!!!!!!!!

第一节　基础教育历史教学设计的原则 （１１１）
!!!!!!!!!!!!!

第二节　基础教育历史教学设计的基本内容 （１１５）
!!!!!!!!!!!

第三节　基础教育历史教学设计案例与策略 （１２２）
!!!!!!!!!!!

第六章　基础教育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历史教学研究方法 （１５２）
!!!!!!

第一节　基础教育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 （１５２）
!!!!!!!!!!!!!

第二节　基础教育历史教学研究方法 （１５７）
!!!!!!!!!!!!!!

参考文献 （１６７）
!!!!!!!!!!!!!!!!!!!!!!!!!!!!

·２·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



第一章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
　　　　　原理与方法”概说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在我国的历史演变。

认识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内涵、学科性质和知识体系。

知道学习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这门课程的方法与意义。

这是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经典故事：

一位曾在二战期间的德国纳粹集中营中遭受过非人折磨的幸存者，战后辗转

到美国，做了一所中学的校长。每当新教师来到学校，他都会交给新教师一封

信，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老师，我是一名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了人类不应当

见到的情境：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

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受到高中或大学教育的士兵枪杀。看到

这一切，我疑惑了：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长为具

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决不应当被用于创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

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

力才有其价值。”

在这个故事里，那位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的告诫是语重心长的。究竟什么才是

教育的真谛？拥有知识是否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呢？对于一名历史教师来说，究

竟什么才是历史教育的本义呢？历史教育所担负的人文精神的传承责任，如何在

教学实践中彰显呢？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新理念，究竟该如何转化到历史教学课堂

上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对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这门课

程进行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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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历史演变

历史教育现象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在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知识就是和史实

相区别的传说，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授的。到了商代，我国有文字可考

的历史开始，历史教育就一直贯穿在传统的教学当中，但直到清朝末年，即使独

立开设历史课，也没有专门的历史教学法课程。

一、我国历史教学法课程的开设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１９２６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何炳松先生翻译的美国亨利·约翰森
（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ｓｏｎ）先生的专著 《历史教学法》，随后开始在我国设立了基本上是

美国式的历史教学法课程。这本书的内容十分全面，包括了历史教学的目的、内

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欧洲历史教学法的介绍、历史教科书的使用、历史课

程的考试、历史教师的进修等内容。这种把历史教学法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的思

路，为我国后来历史教学法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我国历史教学法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采取 “向苏联学习”的

做法。１９５５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恒、于同隗翻译的卡尔曹夫的 《中学

苏联历史教学法概论》，以具体的历史教学方法为重心，全面地介绍了苏联的历

史教学法。在这样的影响下，我国的历史教育理论界都没有提出全面的、系统

的、新的教学理论。历史教学始终强调教师的尊严，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

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先进的欧美教育思想和理论开始进入我国，他们的历史

教科书和相关的资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眼界，活跃了我们的教学思想。１９７９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 （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北京教

育学院历史系、天津师范学院 （今天津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联合编写了我国

第一部高等师范院校用的 《历史教学法大纲》，又编写了 《中学历史教学法》，

并于１９８２年在北京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独立编写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中学历史
教学法教科书，标志着我国历史教学法学科的创立。

从此以后，我国历史教学法学科迅速发展起来。目前该学科课程的名称有

“中学历史教学法” “历史教学论” “中学历史教育学”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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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学”等多种。为了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很多学者对学科的

内涵、学科性质、学科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

不少理论成果。

第二节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
　　　　方法”的内涵与学科性质　　

本书拟在前人对历史教学法学科研究的基础上，从基础教育整体化的角度对

历史课程的教学原理和方法提出一些综述性的看法。

一、“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内涵

先对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基本含义进行拆解分析。

“教学原理与方法”是核心部分，“教学”是 “教育”之下的一个概念，也

是教育学的核心内容。而 “原理与方法”则是历史教学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和

一般规律，也是该门课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体现。

确定 “基础教育”这一个限定词，则是考虑：其一，本学科探讨的历史教

学阶段是 “基础教育”阶段，即包括了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历史教学。其中的内

容既要具有不同阶段的历史教学在历史教学原理、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共同特点，

又要具有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并以此和大学阶段的历史教学明确区别开来。其

二，基础教育必须体现出整体性的原则，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

要从师范生的培养角度就将整体化体现出来。所以，通过对该课程的探讨，让培

养对象清晰地知道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

“历史”一词则界定了课程的学科属性是历史学科。而且书中的 “历史”是

一个广义的概念，既重点强调了新课程改革中提出的 “课程”意识，也包含了

单纯的历史课程的内涵。

“课程”一词则是因为指导现行的中小学历史课程教学的核心文件名称就是

“课程标准”，诸如 “课程资源”等和课程相关的新词汇成为新课程改革的新要

求，也就是说今天的 “历史课程”不仅包括课程改革前我国的历史课程，还有

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拓展。所以，本书力求从 “课程”的角度去研究新时代对基

础教育阶段历史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是以中小学生

学习历史为出发点，以中小学的历史课堂教学为探究对象，揭示中小学历史教学

原理与规律的综合学科。也就是说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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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探讨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学艺术的科学。这门理论科学的内容要受到时代对它

的要求的制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它将原理和方法并重，力求探讨历史教

学的艺术。正所谓 “艺”无止境，所以，本书只能追求更好，没有最好，毕竟

探索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学艺术是永无止境的。

二、“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学科性质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这门课程是在历史教育学、历史课程

教学论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关于学科性质，一些著名学者在自己的认识范畴中

是这样论述的。于友西指出：“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呢？它属于应

用教育科学的范畴。”① 赵亚夫也提出：“中学历史教育在认识社会和以德育人两

个方面，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方面，有着独到的

辐射作用。”② 叶小兵、姬秉新、李稚勇所著的 《历史教育学》认为，“历史教育

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主要是研究历史教学的理论和实际”，“历史教育学是综

合了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③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是教

育学下的二级学科，主要研究基础教育阶段历史课堂教学的规律。在研究基础教

育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学习方法、历史教学过程、历史教学模式、历史教学评价

等内容的基础上，同时强调基础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教学方法，加强对历史专业

师范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通过连贯式的教育理念，让历史教育者对基础教育的

整体性具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第三节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
　　　　　方法”的知识体系与学习方法　

一、“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知识体系

本书包括六个版块的内容。

第一板块是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概说”。对基础教育历史课

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教学理念、定义、性质和学习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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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于友西中学历史教学法：（第三版）［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４
赵亚夫中学历史教育学 ［Ｍ］北京：中国建材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０
叶小兵，姬秉新，李稚勇历史教育学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２５，

１２６



第二板块是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与课程标准”。从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

设置出发，探讨广义的历史教育目标，最后深入到基础教育阶段历史课程标准的

内涵与应用。

第三板块是 “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学习及学习评价”。结合基础教育历史课

程改革的新理念，从学生的 “学”出发来探讨 “教”的原理与方法，让学生在

大学师范学习阶段，就强化 “以学生为主体”的历史教学理念。

第四板块是 “以教师为主导的历史教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继承传统的历史

课程教学论，系统学习基础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教学原理与方法，强化教师的教

学主导能力培养。

第五和第六板块是 “将 ‘学’与 ‘教’结合起来”。通过 “基础教育历史教

学设计”和 “基础教育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历史教学研究方法”，把前边学习

的内容进行融会贯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通过教师专业素养的总结进一

步明确一名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师的要求与目标。

二、“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的学习方法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学习

这门课程的最好方法就是将理论和实践进行融会贯通。一方面系统学习基础教育

历史课程的教学原理，深入领会其中的内在含义，一方面要在所学教学原理的指

导下展开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方法的训练等实践活动，真正将原理与方法有机

地结合起来。

（一）系统学习理论知识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是一门系统阐述基础教育阶段历史课

程教学规律的课程，它是对历史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历史教师成长的必备

知识。师范生只有通过对历史教学原理的系统学习，才能尽快了解基础教育历史

教学规律，为历史教学方法的训练和以后的历史教学奠定理论基础。

（二）观　摩

观摩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观摩历史教学实际活动为历史教师提供示范与反

思成长的机会。主要有：

观看录像。根据教学中的理论需要，播放教学录像，结合师范生的讨论来实

现教学原理与方法的结合。

听取中小学历史教师的示范课。教学过程中，通过请中小学教师来上示范

课，或者学生到中小学去参加教研活动，听公开课。通过这样的方式，目睹现实

的历史教学生活，并通过向历史授课教师求教、与中小学生的交流来强化实践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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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格教学

微格教学就是在微格教室中，针对一节课、一个教案的核心内容，或者是针

对某一项教学技能的训练，在２０分钟以内进行教学演练。目的是让师范生在短
暂的时间内将一节课的教学核心进行实践教学，以此培养师范生能围绕一个中心

完成教学的意识，锻炼他们把握、处理一节课中心内容的能力。

（四）调查研究

教育调查研究，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一种了解教育的认识活动，它

也是一种学习方法。一方面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进行知识的积累，搜集整理与教学

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将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原理与方法”

这门课程放到现实教学环境中去进行思考、应用，最终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

以上四种学习方法应综合实施，相互贯通。

有一天，法国现代年鉴学派史学的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

（１８８６
!

１９４４年）十分宠爱的小儿子突然问他：“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呢？”这个问题虽然出自孩子之口，但布洛赫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 “切中了

要害”的重要问题。因为，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关于历史学科的价值究竟何在的

根本性问题。

布洛赫认为，历史学若不能说明自己有用，那就会感到有一种 “特殊的压

力”。为此，他强调指出，“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

就会在人们的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

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

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

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①。

１如果你是布洛赫，你会怎样回答孩子？
２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究竟为什么学习历史？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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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础教育历史课程与课程标准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基础教育历史课程的含义和设置的意义。

认识基础教育历史课程的编制原则。

认识历史教育总目标。

初步掌握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标准。

第一节　基础教育中的历史课程

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后，东北三省的社会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

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师：东北人民不甘心忍受过亡国奴的生活，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

争，他们进行了哪些斗争呢？请同学们用史实或历史故事进行说明。

（学生分组合作学习，教师巡视、指导、参与讨论。）

生：（五分钟后学生汇报略）

师：同学们知道的东北人民英勇抗日的史实可真多，这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我国人民的英勇抗日很有帮助。为了使你们进一步了解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课后请同学们访问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查找日军侵华

中的受害者或见证人的相关资料，以 “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奴役中国人民的”

为题，写一篇社会调查。

该案例中的教师只给了很简单的两个问题，但却顺利地开发了教学资源，充

分体现了在班级的教学环境中，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合作等探究活

动获得了知识，鲜明地体现出了教师、学生、教材、环境的有机整合。最后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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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开放性的作业设计，让学生去做社会调查，使学生的自主探索意识得到了培

养，将课程是一种教学事件的理念进行了很好的诠释。那么，今天基础教育中的

历史课程是在什么样的原则下设置的？又体现了哪些编制特点呢？

学校课程的编制，集中体现了教育的要求和目标，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问题。

它具体划定了教学的范围，反映了教学的内容，决定了教学的进程，制约着教学

的方式方法。

一、“课程”含义溯源

“课程”的概念，在我国最早见于唐宋时期。唐代孔颖达在 《五经正义》里

注疏 《诗经·小雅·巧言》中的 “奕奕寝庙，君子作之”时，有 “以教护课程，

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之”之句。这里的 “课程”一词，尚不具有教育学上

的含义。而在南宋朱熹的著述中，“课程”一词已经含有教学的意义，如 “宽着

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做功夫”等。这里的 “课程”意思主要指功课

及其学习进程，与现代含义十分接近了。在英文中，“课程”（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一词
源于拉丁语，意为 “跑道”，转意为学习路线、过程。综上所述，“课程”含有

课业、进程、期限的意思。一般来说，“课程”一词在使用时，广义上用于指学

校教学科目的总和，如 “小学课程”“中学课程”“大学课程”；狭义上指某一教

学科目，如 “语文课程” “历史课程”。具体到教学实践中，则是教师、学生、

教材、环境的整合，即课程不仅是特定的知识载体，还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求新

知识的过程。

二、基础教育历史课程观

过去，在基础教育历史课程设置中，人们接受的是 “学科中心课程观”，即

以学科为中心，认为课程就是教学科目，即历史课程。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强调 “学生中心课程观”，认为历史课程应当重视学

生的历史学习兴趣、爱好和发展，突出学生的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使学生在自

主的学习活动和参与历史探究实践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的认识。同时，也有人

提倡 “社会中心课程观”，认为历史课程应当重视和关注社会实际问题，尤其是

跟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热点”问题或 “焦点”问题，课程内容要与现实

生活和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突出历史知识在社会实际中的价值和应用，使学生

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综合性地学习历史知识。以上三种课程观既

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又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所以，又有人提出了将以上三种观

点进行融合、综合的课程观，通过吸收每一种课程观的优点，建立起最佳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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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前，我国历史教育主要表现为小学阶段以散点的形式包含于 “品德与社

会”课程中，初中阶段是 “历史”或 “历史与社会”两种课程设置，高中阶段

为 “历史”必修结合选修的课程设置。

三、基础教育历史课程的编制原则

关于课程编制原则，中外课程论学者曾提出了很多主张。在１９６８年１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 “普通教育课程专家会议”上，专家们提出的课程编制

原则主要有①：

第一，囊括性原则，即一要考虑课程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所设想的内容与目

标；二要考虑课程是否包含详尽规定的一定深度与难度的课题与学科内容的

范围。

第二，连贯性原则，即一要考虑课程的要素能适应该学科的逻辑顺序及儿童

思维过程的发展类型；二要考虑在某一处所教的某种要素应同以后所教的要素不

发生矛盾和冲突；三要考虑该课程所具有的种种要素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关联；四

要考虑在教学时间上保持适当的比例；五要考虑课程内容的准确性要适应儿童的

发展阶段；六要考虑课程的要求与成果应当是开放的、灵活的。

第三，可行性原则，即一要考虑该学科及方法是否适于儿童的年龄、能力和

已有的经验；二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儿童参与；三要考虑对于各类儿童的

学习有何影响；四要考虑课程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含有先行的学习和为日后学习

做准备；五要考虑在各个阶段上对课程是否达到规定的目标能否进行评价；六要

考虑教师是否胜任该课程的教学；七要考虑课程投资的成本；八要考虑课程能否

及时修订。

历史课程的编制，除了遵循学校课程编制的一般原则，还需要结合国家的社

会教育实际，深入考虑到历史教学自身的特点，历史教育的目标，学生学习历史

的规律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原则中。

（一）遵循科学指导思想的原则

历史学科是认识和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同时具有科

学性和思想性。历史课程要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在我国，历史课程的编制，要在唯物史

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坚持科学的思想导向，正确阐释人类

社会历史的发展，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对历史问题进行全

面的解释和评述，从而引导学生正确地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逐步学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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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钟启泉现代课程论 ［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２６－２２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